
寧波市江北區一女子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學雷鋒」，遭到當地公安部門拒絕後，該女子
把派出所告上法庭。日前，寧波市江北區法院
審理後駁回了該女子請求，判決今天生效。
今年9月4日，原告徐美（化名）向被告寧波

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慈城派出所，以書面形式提交了
一份改名申請，要求將其本人姓名「徐美」變更為
「學雷鋒」，理由是「志願協助公安機關工作，無數

次舉報侵犯公民人身和國家人民財產安全的犯罪違
法行為，遭到打擊報復，跟蹤迫害」。慈城派出所經
過審查於2012年9月6日作出不予更改決定。徐美不
服，於9月14日向江北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江北法院
經審理後認為，姓名是公民身份識別的重要標記，
是其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符號，要有相對的穩定
性、嚴肅性。公民有改名的權利，但必須受到法律
的約束。法院最后駁回訴訟請求。 ■中廣網

據網友微博透露，前晚7
點10分左右，上海地鐵2號
線列車將進陸家嘴站時，
一位獨自乘車的四十歲左
右的民工師傅暈車嘔吐。

該網友遂給了這位師傅一包紙
巾，讓他擦嘴。接下來的一幕
讓人感動而且心酸：師傅沒有
擦嘴，而是先擦掉了地上的嘔
吐物。「這就是素質。」該網
友在微博裡感慨道。截至發
稿，這條微博已經被轉發近
2800次。 ■《東方早報》

電影《溫故：
1942》以及馮玉
祥、王芸生的回

憶都稱蔣介石在1943年仍不
願意相信河南有災，馮玉祥
在回憶裡還稱蔣介石痛罵了
前往重慶報災的河南省主席
李培基。（馮玉祥在《我所
認識的蔣介石》裡回憶稱，
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
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
叫河南徵糧。）
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

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
「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
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
「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
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
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
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豫駐軍三報災情
河南地方當局未向中央報

告災情嚴重之前，河南駐軍
怕影響軍糧供應，早早將災

情的嚴重性如實報告給了重慶方面。
1942年8月14日，湯恩伯致電中央賑委
會委員長孔祥熙、代委員長許世英稱：
「查豫東各縣上年荒旱，顆粒未收，街
（蝗）蟲遺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勢
若燎原⋯⋯迄今各該縣秋收絕望，民命
堪虞，數百萬災黎鵠待賑濟。」
1942年9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

在赴西安參加軍事會議時，也曾將災情
實況面報蔣介石，因所報與河南省政府
主席李培基相左而受到訓斥。而之前，
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向
何應欽報告災情時，何說，災情是不能
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
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
來的災情？

省主席隱瞞旱災
被蔣介石面訓，使得蔣鼎文對河南省

政府萬分惱火。後來蔣依據李所報田賦
證實數目向各地徵購軍糧時，發現各地
糧倉為空，查明緣由，才知各縣都是根
據往年情況先報收成後徵田賦，而按照
1942年全省實際收成，完成軍糧任務有
很大難度。購不到軍糧的蔣鼎文氣急敗
壞，「將當時的河南財政廳長和糧政局
長扣押起來」，當時有人問他原因，他
說：「我只是管軍事，徵糧則是
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
南缺糧，省主席卻報告河南
的收穫還好，使我不能向他
處求糧」。這一插曲也從側面
說明李培基確實沒有將災情
如實上報中央。
■來源：鳳凰網歷史　作者：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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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在西安繞城高

速的一出口處，一位帶路

人身 彩服、手持金箍

棒，舉 一塊「帶路」的

牌子，這一 孫大聖」的

打扮引得過往司機頻頻注

目。據了解， 孫大聖」

的扮演者孫師傅現年40

歲，幾乎天天都來此處有

償帶路，以此賺錢。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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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若溪、實習記

者 黎玉嬌 深圳報

道）昨日，深圳龍華
線一列看似普通的地

鐵列車上出現驚艷一幕：
地鐵車廂變身T台，12名
專業模特身 高級訂製禮
服，在深圳首發的「時尚
專列」中上演了「中國首
家地鐵時裝秀」（ 見

圖）。
主辦方表示，地鐵時裝

秀以前所未有的創意形式拉近市民大眾與創意設計之間的距離，
通過地鐵列車這樣的公共空間，讓市民體驗時尚，不僅體現了全
民創意，符合當前地鐵早已不僅僅是軌道交通的運輸空間，更是
一種城市文化空間的新模式。

深圳地鐵變T台
時尚模特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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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會不會是炸彈
啊，趕緊報警！」4S店店員給汽車做保養時，意外發現車底有
不明黑色物體，上面還有信號燈在不停閃爍。車主見狀異常緊
張，因懷疑是「炸彈」立即報警。排爆警察、消防等均第一時
間待命警戒，不過，經檢查後卻發現只是虛驚一場。原來，這
個疑似「炸彈」只是定位器而已。至於誰安裝了定位器，車主

表示並不知情。
據悉，這個不明物體是在4S店店員用舉升機將車子頂起檢查底

盤時，意外發現的。店員隨後將該物體拆開，發現裡面有電池、
電線等，於是將情況反映給了車主李先生。無比緊張的李先生決
定報警，警察趕到現場後，立即將店內以及周邊的人員疏散。
「當時店內人很多，有幾十人，在獲知該消息後，都在警方的安排
下撤到了外面，」一名店員在接受採訪時說。
現場目擊者說，4S店周圍迅速被拉起了警戒線，所有人員都不

得靠近，隨後排爆警察、消防等都陸續趕到，氛圍異常緊張。檢
驗結果卻出人意料，原來這個所謂的「炸彈」只是定位器而已。

炸彈原是定位器
車主虛驚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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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家女李芳與外地北漂男張濤一見鍾情，瞞 父母
閃婚。李芳父母得知後，擔心女兒落下「離婚」檔案，竟
以女兒存在精神殘疾為由起訴確認兩人的婚姻無效。昨天
記者獲悉，海淀法院駁回了李芳父母的起訴。
李芳的父母是某企業的高管，家庭條件較為優越，在北

京有好幾套房屋。2009年11月19日，李芳曾被北京安定醫
院確診為精神分裂症，其間，李芳一直在北京各大醫院積
極治療，病情基本治癒。
今年2月，李芳認識了外地來京務工的張濤，隨後瞞

父母與張濤於3月14日登記結婚。李芳的父母知情後一直未
讓張濤到家裡。

假稱女兒精神病未癒
李芳的父母擔心，離婚後李芳若再結婚就成了離異再

婚，對李芳不利。於是李芳父母作為利害關係人的身份，
假稱李芳被北京安定醫院確診為精神分裂症並取得精神殘
疾證書，一直治療未癒，主張李芳與張濤結婚屬於婚前患
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婚後尚未治癒的婚姻無效情

形，向法院起訴李芳與張濤婚姻無效。
李芳後來從張濤的朋友處得知，張濤跟她結婚是看上了

他們家有錢。李芳知道自己受騙了，也同意確認自己與張
濤的婚姻係無效婚姻。法院經審理後認為，李芳係自主戀
愛並自主登記結婚，其所患精神疾病已經治癒，不存在婚
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癒的無
效婚姻情形，駁回了李芳父母起訴確認李芳與張濤婚姻無
效的情形。判決作出後，李芳的父母表示服判未予上訴。
（文中當事人為化名） ■《京華時報》

富家女嫁北漂 父母訴請婚姻無效

「就是這個人，騙走了我5500元錢，目前母
親還沒有完全脫離生命危險，他竟然在此時趁
火打劫⋯⋯」前天上午，長春女孩梁旭拿 拍
有男子照片的手機，哭 向警察講述。
梁旭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大三的一名學生，11月

18日5時許，她的母親樊女士在途經長春市台北大街與
九台路交會處附近時發生車禍，肇事司機逃逸。因
此，梁旭在微博上徵集線索。但沒想到，她卻遭遇一
場騙局。
「11月28日，一名男子打來電話，問了關於我母

親車禍尋找證人的信息，他說能提供線索。」第二
天上午8時許，梁旭與該男子單獨約見。梁旭稱，由
於當時對方描述的場景與事發場景非常吻合，所以
她對其深信不疑。11月29日中午，男子再次找到了
梁旭，他讓梁旭寫了一張證人證詞，聲稱第二天會

找來另兩位證人簽字。「寫證詞時他讓我給他500元
錢，說是用來打點另外兩位證人。」11月30日，男
子又稱自己生意出現困難，讓梁旭給他5000元作為
周轉。但是該男子在12月3日關機了。
前日10時許，梁旭來到柳影路派出所報案。所

幸，梁旭用手機拍下了男子的照片，希望可以找到
行騙者。 ■《新文化報》

女大學生網上求助反被騙

欲改名「學雷鋒」遭拒 女子怒告公安局

公司放「末日假」多陪陪親人

民工地鐵嘔吐
自清穢物感動網民

前日，一則蓋有成都某網絡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的放假通知（見圖）在微博上被迅
速擴散。
這則微博的發佈者是「Darryn」，他表

示自己就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之所以會
做這樣一個決定，是因為「那兩天即便是上
班，大多數人估計也不會太專注。所以不如找
個理由，讓同事去陪陪父母親人，珍惜所謂的
『末日』。」

此外，「2012年12月21日黑暗降臨後，地球
將會有連續3天的黑夜。」這一謠言，近日在
四川一些地方持續發酵，使得一些聽到傳言的
人開始搶購蠟燭和火柴。

■《天府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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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先擦掉了地上的嘔吐物。

網上圖片

統計資料顯示，福州有近萬名
這樣的「洋娃娃」。

據福州市政協的一份材料披露，福州現有「洋
留守」近萬人。他們的父母多數是「非法移民」身份，
在國外打拚，每天工作13小時甚至更多，不得不將孩子

交給國內的親人
撫養。

長樂市猴嶼村，全村目前居
住 700多人，在外僑胞則有
13620人。

家家戶戶有華僑
與猴嶼村隔閩江相望的琯頭鎮，位於福州市連江縣南

部，閩江入海口北側，也是當地著名僑鄉，全鎮居民5.6萬
人，海外僑胞也達5萬餘人，其中僑居美國的4萬多人。

琯頭鎮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倪法林說，這些僑胞
大部分是改革開放後「移民」的，包括琯

頭鎮在內的閩江入海口地區，在
上世紀90年代時偷渡曾達到高

峰。現在的琯頭鎮，幾乎家家戶戶
都有「華僑」。
長樂市政協委員、美國長樂公會駐

長樂辦事處主任鄭孝煌介紹，1990年
代以後出國的年輕人，當時大多未
婚，在國外站穩腳跟後，陸續結婚和
生育。孩子出生在美國境內就自動獲
得美國國籍，大量移民的第二代成為
美國公民。
這些「第二代」的父母多數是偷渡

出國，為了掙錢和自己拿到外國國
籍，要高強度工作，例如一天工作13

個小時，沒時間和精力照看孩子。
「一般在孩子幾個月時就抱回國內給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鄭孝煌說，此外，在美
國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比國內高太多。而且國
外對幼兒的養護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如果父
母沒時間照顧孩子，沒盡到監護人職責，
很容易被舉報，甚至被判刑。

快遞回來的孩子
因為有小孩返鄉的市場需求，甚至有的

快遞公司開展了「遞送」孩子的業務。
「美國—中國，雙向快遞，機場接送

包裹、小孩。」這是美國華通快遞公
司在紐約唐人街打出的廣告，送一個
孩子回國的價格是1000美元。
「一個人帶一個孩子。我們

這邊的人從美國送機，你們那
邊在機場接人。」該公司的洪先生介
紹了「快遞」方式。
很多父母選擇由順道回國的親戚

或老鄉將孩子帶回國內，也是給
1000美元的好處費，或替對方把機
票錢付了。

在福州閩江入海口一帶，有這樣一群留守兒童—他們

跟 爺爺奶奶等親人生活在村裡，但他們是外國公民，

具有外國國籍。這些孩子被稱為「洋留守」。這

些留守的「洋娃娃」，父母多數在美國打

工，多數是非法移民，因精力和

時間問題，將孩子送回國

內。■《新京報》 ■福建連江縣

琯頭鎮，幼兒

園放學後，一

名小朋友跟

家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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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琯頭鎮，小朋友小琳和奶奶在一起與

遠在美國的父母視頻通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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